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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簡介

採訪時間：2019 年 11 月 26 日

採訪地點：慈幼中學

受訪對象：梁樹榮副校長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組長

 駱進武老師

序言

教育暨青年局本學年推出“綜合應用

技能教育”先導計劃，資助學校綜合運用

科技、設計和創意等元素，開辦跨學科、

解決問題為本的綜合應用課程，提升學生

動手解決問題的能力。本期《教師雜誌》

專訪慈幼中學梁樹榮副校長、“設計與應

用科技”科組長駱進武老師，與我們分享

有關學校參與是次先導計劃的情況和經驗。

貴校為何會參與“綜合應用技能教育＂先

導計劃？

梁樹榮副校長：慈幼中學中學部課

程，一直有著專業應用技能教育的特色，

從 1906 年創校至 70 年代初，學校分別開

辦了印刷、排字、釘裝、木工、革履、裁

縫等專業應用技能的課程；60 年代中旬至

  “設計、科技、解難＂
──專訪慈幼中學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採訪‧整理‧攝影│呂達富

梁樹榮副校長

駱進武科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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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課程內容隨著社會發展需要，舊

有的專業應用技能課程逐漸停辦，並開辦

了機械科、電機電子科和電腦科技科等新

的專業應用技能課程。

千禧年開始，因應資訊科技的高速

發展，我們與時俱進，有序地整合各門專

業應用技能課程，從課程教學、學生作業

及成品製作上，均以綜合性、跨科性、

技能應用性等取向作為課程改革目標。

2017/2018 學年，學校經過十多年的努力，

正式完成了初中及高中教育階段五年制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的改革工作，取

代了原來只在初中開設的“設計與科技”

科。

因此，學校是次積極參與“綜合應用

技能教育”先導計劃，一方面為學校課程

改革發展提供了積極而肯定的支援，另一

方面也強化了學校教學人員的專業發展和

相關課程設計的能力，肯定了他們在課程

改革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

可否介紹貴校參與先導計劃時的具體情

況？

駱進武老師：學校參與是次先導計劃，

課程設置是基於學校原有的“設計與應用

科技”課程，課程主要學習目標是能夠讓

學生多動手、多動腦，提升其創意思維、

手作技能、科技應用能力及綜合解難能力。

學習範疇包括機電整合、科技應用、自動

化控制、產品設計、生活技能、數位媒體

設計、創意設計、文創作品等。

在硬件配套方面，因應本校課程的發

展歷史，現時教學內容主要包含了傳承與

創新兩個主要部分。在傳承部分，保留了

傳統工匠精神、手工具的應用學習，如木

工、金工、電工相關動手技能、手繪圖則

技巧等；在創新部分，因應時代變遷，過

去十多年不斷新增或更新配套設備，包括

有電腦繪圖、微控制器編程、數位加工設

備應用、各式手動或電動工具和數控機械

設備等，期望可以配合課程發展，令學生

設計與應用科技課堂教學情況電腦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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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更加多元和貼近生活。

在課程編排方面，“設計與應用科技”

是初中的必修科目，亦是高一和高二年級

理工組同學的必修科目。每周有四節課，

其中兩節是理論課，兩節是實習課。實習

課一般會到工場進行實驗和動手操作，為

保障學生在實習動手時的安全，實習課設

有兩位教師，理論課則只有一位教師。

在教材和課程實施方面，教材主要是

校本製作，內容設計是以主題式 (Thematic)

及問題為本 (Problem-Based) 的教學模式為

主，期望學生能在不同主題、不同問題情

景的學習中，進一步應用和深化不同學習

領域的知識，同時亦設有足夠的創作空間，

讓學生在發展動手、解難能力外，還能培

養其探索、創新、創造等能力。

貴校在開展“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時，

面對著甚麼挑戰？

梁樹榮副校長︰學校現正進行校舍擴

建工程，未來幾年在教學場地、設施及設

備應用方面是有短暫的限制及影響。為此，

在課堂編排方面，會優先考慮“設計與應

用科技”課堂及教師教學的安排。當然，

學校不僅是透過實習課培養學生的動手能

力，更重要的是通過主題式及問題為本的

教學模式，發展學生的軟實力，包括探究、

批判、解難、設計及創意思維、自學等能

力，這些都不會受到場地和設施設備所限。

在師資方面，以往教師只需具備某一

門學科的專業知識，現在我們需要教師具

備跨學科、多個專業的知識，因此，在職

教師培訓是重要的一環。在改革過程中，

我們主要有三個策略進行在職教師培訓：

(1) 同儕學習：教學團隊內每位教師

皆有不同的專業背景、經驗及興趣，他們

可以在同儕備課中進行專業的交流，亦可

透過實習課主 / 副教的課堂教學安排，進

行實時教學上的同儕學習；

(2) 在職及校本培訓：學校積極參與

教育暨青年局、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

心等不同機構舉辦的培訓活動，教師們都

十分投入，為自身專業發展增值；另外，

學校亦會自訂專題的校本培訓，邀請專家

學者為教師團隊開辦針對性的培訓活動，

以備開展新的課題或使用新的教學設備；

(3) 活動及比賽的交流：透過觀摩、

考察、帶領學生比賽等活動，加強教學團

隊的專業成長，亦會邀請校友回校進行活

動分享及主題講座等，以瞭解相關行業的

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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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學習方面，為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及課程的認受性，學校主要有三方面的

關注：

(1) 學習知識內容須強調應用化、生

活化，讓學生能製作看得見、觸得到，且

有功能性的學習成果，增強學生的滿足感；

(2) 鼓勵學生參與適量的校內外競賽

或活動，提升學生的興趣；

(3) 出版學年成果集刊物或舉辦公開

展覽，創設平台予學生展示成果，讓學生

更加珍惜和認同自己的創作，讓家長、校

友及社會人士瞭解“設計與應用科技”課

程的特色和學生的成就，進一步支持課程

的發展。

在課程銜接方面，雖然“綜合應用技

能教育”先導計劃僅在初中試行，但我們

的“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已經延伸至高

中，是一個五年制的課程，初中與高中的

課程已有基本的銜接及規劃。惟現時資訊

科技迅速發展，如人工智能、5G 技術、

大數據等的應用，教師團隊須加強對相關

發展的認識、了解及應用，為課程銜接和

持續發展作好充分的準備。同時，我們認

為綜合應用技能的教育不應只局限在中學

教育階段，可以探討及開展小學綜合技能

及科普學習教育，培養小學生的動手與探

究能力、生活與應用技能，對中小課程銜

接亦能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先 導 計 劃 為 學 與 教 帶 來 了 甚 麼 改 變 或

影響？

駱進武老師：是次先導計劃肯定了學

校課程的定位及發展，學校獲得了額外的

資源，有利提升學生學習內容的深度和廣

度，讓教學團隊對課程的探索及設計有更

新穎和前瞻的嘗試。

以往，學生從設計到實踐，製作過程

難免受到一定技術的局限，需要花上不少

數控切割機利用數控切割機製作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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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才可以解決這些技術困難。本學年，

學校增置或更新了教學套件及機械設備，

如編程教學套件和 3D 打印機等，有效提

升學生發揮創意及製作流程的效率。學生

由設計至成品，整個過程可以變得更得心

應手，將問題重回聚焦到解決困難上，或

作更多元、深入的探索與創作。

教師團隊通過學習與應用新的教學設

備，進一步思考如何調整課程與課堂教學，

優化教學效能，持續提升自身的專業成長，

充分體會到教學相長的道理。

在學生評核方面，基於課程的核心

目標是以綜合應用技能作取向，因此以形

成性評核為主，不僅評核作品的成果、用

途，還會評核作品的製作過程和學生在學

習過程中所展現的各種能力。不會只用紙

筆測試去檢視學生的理論知識，亦會透過

口頭報告、同儕答問、作品應用及效能等

方式進行評核。

對於實施這項先導計劃，您認為有甚麼需

要注意或值得改進的地方？

梁樹榮副校長：參與是次先導計劃，

獲取了更多的資源，必須思考如何善用這

些資源，特別是在照顧學生學習差異上，

要聚焦於“能力為本”的學習目標，重質

多於量，需要讓學生得到更完整的學習經

驗。同時，亦須加強學生多元能力的培育，

如探究能力、溝通協作能力、批判能力、

解難能力、創新能力、自學能力等，重視

知識的發散性應用及創造力，以應用在不

同的設計和情景上。

在學生評核上，致力實施多元化的

形成性評核模式，逐步開展學生學習成長

評量檔案，強化學生對知識構建歷程的理

解，對學生日後做作業報告和工程設計都

有正面的影響。

另外，更為重要的是培育學生正確運

用創意及科技知識能力的價值觀及道德操

守，這亦是教育之本。不恰當地使用科技

會對社會造成傷害，學生除了要與時並進

之外，也要懂得如何正確地運用習得的知

識和技能，故我們更強調的是價值觀及道

德操守的培養，冀望學生能夠成為良好的

公民，為國家和地區發展作出積極而有利

的貢獻。3D 打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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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課程的持續發展，學校期望先

導計劃能延伸至高中教育階段，讓高中學

生整合更多已有的學科知識和技能，讓其

創意及創造性能力得到更完整、更成熟的

發揮。此外，期望課程亦能向下延伸，推

動小學綜合科普學習教育的落實及發展政

策，這對課程的持續發展及優化起著十分

關鍵的作用。

最後，冀望政府多推動以觀摩交流

學習為主的青少年創作交流平台，這有別

於一般的比賽，不是要促進參賽者的競爭

心態，相互比較，亦不應規範太多，宜鼓

勵參加者大膽創作，發揮潛能，相互進行

學術成果與經驗的分享交流，提升學生開

放性分享思維。亦可舉辦創作者嘉年華活

動，創設一些展示創新創意成果的平台，

以促進青少年創新發明產業的發展。

後記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要培養 21 世紀

所需人才，提升學生的軟實力尤其重要，

包括創新、批判、解難、溝通協作、藝術

設計等能力，以迎接未來社會的變遷與挑

戰。慈幼中學“設計與應用科技”課程，

打破固有學科教學模式，以跨學科、主題

式及問題為本等重新設計課程，有機融合

了藝術設計與創新科技，讓學生從應用和

實踐中學習各種知識和多元能力，亦不忘

培養學生的情意和價值觀。學校在課程組

織、課堂教學、學生評核、師資培訓、設

施設備等都已做好充分的準備和改革工

作，不出數年，我們定必能樂見其成。
學生作品——燈牌


